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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世界期待更多的正能量

2022 年， 世界动荡不安： 美国四
处拱火浇油 ， 乌克兰危机延宕难解 ；
新冠疫情持续， 奥密克戎毒株成为全
球流行的主要毒株 ； 通货膨胀 、 粮食
危机、 能源安全问题复杂严峻 ， 世界
经济复苏迟滞乏力 ； 气候变化危害日
益凸显， 气候变化谈判举步维艰……

2023 年， 世界充满悬念： 乌克兰
危机能结束吗 ？ 世界卫生组织会不会
宣布新冠大流行终结 ？ 世界经济能否
摆脱衰退阴影 ？ 美国政局变化有哪些
外溢影响？ 亚太地区热点问题会不会
持续升温？ 气候变化谈判又能否取得
新进展？

悬念一： 乌克兰危机能
结束吗？

2022 年 2 月 24 日 ， 俄罗斯对乌
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 ， 乌克兰危机
升级。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对
乌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 ， 使这场冲突
变成了持久战 。 与此同时 ， 美国及其
盟友对俄实施规模空前的严厉制裁 ，
但未能击垮俄经济。

目前 ， 俄乌两军基本处于相持状
态。 由于双方立场差距巨大 ， 短期内
难以通过谈判化解危机 。 美国继续拱
火浇油 ， 日前再次宣布对乌追加 18.5
亿美元军援， 其中包括 “爱国者 ” 防
空导弹系统 。 美国国会最近还通过
2023 财年综合拨款法案， 其中包括高
达 450 亿美元的援乌资金 。 俄罗斯近
期则宣布 ， 计划将俄军规模从 115 万
人扩充至 150 万人 ， 释放出加强军事
力量的信号。

2023 年 ， 这场危机是走向终结 ，
还是进一步升级 ， 目前难以预料 。 西
方国家能否承受持续对乌援助给本国
经济和国防带来的巨大压力 ， 将是决

定局势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

悬念二： 新冠大流行能
终结吗？

过去一年 ， 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
戎毒株成为全球流行的主要毒株 。 与
此前流行的毒株相比 ， 其传染性更
强， 具有多个亚型 ， 在世界各国引发
一波波新的疫情高峰 。 不过 ， 奥密克
戎的致病力明显减弱 ， 感染奥密克戎
导致的重症率和死亡率显著下降 ， 这
也促使世界各国逐渐调整防疫政策。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不久
前表示， 希望在 2023 年某个时候可以
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构成全球卫生紧急
事件， 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 1 月将开
会讨论其判断标准。

面对抵御新冠病毒的战役 ， 全球
科学家在不懈寻求下一代疫苗 、 抗病
毒药物等新武器 ， 随着新冠疫苗和药
物的研发取得进展 ， 人类必将拥有越
来越多对付病毒的武器 ， 构筑起抵御
新冠病毒的坚盾。

悬念三： 世界经济能摆
脱衰退阴影吗？

2022 年， 世界经济困难重重 ， 特
别是通货膨胀困扰很多国家 。 以美国
为首的西方国家此前为应对新冠疫
情、 刺激经济长时间施行超宽松货币
政策， 为通胀飙升埋下祸根 。 乌克兰
危机升级后 ， 西方对俄制裁使得原本
就被疫情所扰乱的国际供应链进一步
受阻， 能源 、 粮食价格高企进一步推
高通胀 ， 欧美多国物价涨幅创下 40
年来最高纪录。

为应对通胀 ， 美联储快速大幅加
息 ， 导致其他经济体货币大幅贬值 ，
加剧其输入性通胀 。 不少国家被迫跟
随美国加息步伐 ， 引发经济衰退担
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22 年 10 月
发布的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 预计 ，

2023 年全球经济增速为 2.7%， 较 7 月
的预测值下调 0.2 个百分点 ， 全球经
济面临巨大下行风险。

不过 ， 随着累积需求释放和政策
效应叠加 ， 中国经济将呈现明显复苏
增长势头， 这将为世界经济带来持续
动力、 机遇和信心。

悬念四： 美国政局变化
将产生哪些外溢影响？

2022 年， 美国民主、 共和两党继
续恶斗， 在堕胎权 、 控枪 、 移民等一
系列问题上尖锐对立 。 在 11 月的中
期选举中 ， 共和党夺取国会众议院控
制权， 民主党则以微弱优势保住参议
院控制权。

在两党瞄准 2024 年总统选举、 新
一届国会两院 “分裂 ” 的情况下 ， 共
和党预计将在 2023 年对拜登政府发起
更多挑战 ， 其现行的内外政策将面临
巨大不确定性。

共和党内部斗争也可能趋于激烈。
由于打算参加下届总统选举的前总统
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中发挥的作用不佳，
共和党内温和派可能考虑放弃对他的
支持。 同时 ， 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席位
优势不大 ， 使得党内极端势力或将有
更多机会左右该党在国会的立场。

在政治极化 、 党争加剧的背景
下 ， 美国政局走向具有较大不确定
性， 这将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 ， 进而
对世界造成复杂影响。

悬念五： 亚太地区热点
问题会持续升温吗？

2022 年， 在美国搅局之下 ， 亚太
多国面临不同程度震荡 ， 地区局势局
部升温。

美军撤离一年后 ， 阿富汗仍然面
临严峻安全形势和严重人道主义危
机。 在朝鲜半岛 ， 美国与韩国多次举
行大规模联合军演 ， 朝鲜发射导弹予
以反制， 半岛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 在

美国支持下 ， 日本最近正式通过新版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 等 3 份安保政
策文件 ， 提出打造所谓 “反击能力 ”
即事实上的攻击能力等政策主张 ， 并
将在未来 5 年大幅增加军事开支 ， 引
发国际社会担忧。

可以预见 ， 美国会持续在亚太
“拉小群”、 搞事情， 2023 年的亚太恐
怕难以平静。

悬念六： 气变谈判能取
得新进展吗？

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重大挑
战。 2022 年， 从巴基斯坦特大洪灾造
成 1000 多人死亡， 到欧洲夏季高温干
旱造成泰晤士河源头干涸 、 莱茵河几
乎断航 ， 再到最近冬季风暴几乎席卷
全美造成数十人死亡……一系列极端
天气事件提醒人类 ， 应对气候变化刻
不容缓。

2022 年 11 月 ， 《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 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
（COP27） 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 。
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
技术支持等问题上依然态度消极 ， 其
先前承诺的每年 1000 亿美元资金支
持仍未兑现 。 作为会议成果的一大亮
点， 本次大会最终同意建立损失与损
害基金 ， 旨在向最脆弱和受气候变化
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提供财政援助 ， 但
这只是第一步 ， 基金形式 、 出资国
家、 分配方式 、 援助对象等关键问题
被留到 2023 年继续谈判。

当前 ， 发达国家经济状况总体不
佳， 加上能源供应紧张导致部分发达
国家重新转向煤炭发电 ， 发达国家自
身减排意愿以及为发展中国家减排提
供支持的意愿都在下降 。 在这样的形
势下 ， 2023 年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
COP28 能否就上述关键问题取得新进
展值得关注。

（新华社北京 1 月 5 日电
记者 刘 赞）

日本“大间金枪鱼”
连续 11年赢得
新年首拍最高价

1 月 5 日， 厨师在
日本东京表参道一家餐
馆向媒体展示最高价金
枪鱼的鱼肉。

日本东京丰洲市场
5 日迎来今年首场金枪
鱼竞拍交易， 一尾来自
青森县大间港的蓝鳍金
枪鱼以 3604 万日元（1
美元约合 132 日元）价
格成交， 创下当天最高
竞拍价。这也是“大间金
枪鱼”连续 11 年赢得新
年首拍最高价。

新华社记者
张笑宇 摄

美国政治制度是如何陷入“死循环”的

截至当地时间 4 日 ， 美国众议院
议长选举已进行了六轮投票 ， 但仍未
有候选人获得足够票数 ， 选举僵局还
将持续。 国会众议长持续“难产”，新一
届国会众议员无法就职 ， 美国政坛分
裂闹剧愈演愈烈。

国会山作为美国政治重地和所谓
美式民主的象征， 本应是领导美国社
会前进的关键力量之一 ， 然而层出不
穷的闹剧和丑闻让国会山本身成为美
国政治的问题所在。 众议长“难产 ”上
一回发生还是在一百年前的 1923 年 ，
当时议员们总共进行了 9 轮投票才选
定议长。 “百年未有”的情景再现，折射
出不断极化的党争和党内政治撕裂已
经使美国制度陷入“死循环”。

国会运转不畅 ，众议长 “难产 ”只
是最新一起例证。 日前，总额达 1.7 万
亿美元、文本长度超过 4000 页的 2023
财年综合拨款法案在争议巨大情况下

仓促 “通关 ”，这种 “简单粗暴 ”的立法
操作显示国会立法职能已高度失灵 。
威斯康星州共和党籍参议员罗恩·约
翰逊抱怨说 ， 这么短的时间内根本不
可能有人能读完如此冗长的法案文
本，“华盛顿的失能和犬儒主义已经到
达全新高度”。

国会运转失灵 ， 彰显出美国所谓
民主政治的日渐失能。政治分裂和极化
加剧， 民主、 共和两党愈加势不两立。
“不问是非对错、只问党派立场”已成为
美国政坛常态。 1 月 6 日是“国会山骚
乱”事件两周年，但围绕这一事件的调
查至今“一地鸡毛”。众议院国会山骚乱
调查委员会日前虽然公布了最终调查
报告，然而纷争不仅未结束 ，反而随着
2024 大选日益临近， 还有继续发酵之
势。寻求在本届国会担任众议院议长的
共和党人凯文·麦卡锡日前表示， 共和
党控制该院后，将对国会山骚乱调查委
员会的工作进行审查。随着美国国内经
济社会形势逐渐恶化，美国政治极化和
政治瘫痪现象势必越发严重，诸如枪支
暴力、种族歧视等种种新旧社会问题也

将更加难以解决。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全
球政治学教授布赖恩·克拉斯认为，“美
国民主正在死亡”， 随着时间推移，“疾
病”正在成为“绝症”，“治疗方法”却变
得越来越少。

美国政客的群体性腐败和道德缺
失，表明美国政治运转日渐失灵。“不问
苍生只问财”“不问苍生只揽权”———美
国政客们利用公权中饱私囊，然而美国
现行制度却对其缺乏约束机制。大量国
会议员利用职务之便搞股票 “内幕”交
易，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就是国会里的
著名“操盘手”。 政客造假、失信已成常
态。 新当选众议员乔治·桑托斯近日被
媒体曝光其履历上不少 “光鲜 ”内容纯
属造假，但他拒绝放弃就职 ，并诡辩称
“这不妨碍我当好国会议员”。美国前国
会众议员图尔西·加巴德评论说， 美国
政客撒谎很普遍甚至在华盛顿形成文
化，即便被拆穿也没什么后果 ，难怪美
国人民不信任他们。

美国政客是否真心为民？美国民主
是否运转良好？美国民众心中自有一杆
秤。美国盖洛普公司去年夏天公布的一

项民调结果显示，对国会议员们很有信
心的美国人仅占 7%，创历史新低。美联
社与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
合创办的公共事务研究中心去年 10 月
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 只有 9%的
受访者认为美国民主制度运转良好。美
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说：“大量迹象
表明，美国的民主陷入险境。 ”

美国政客失德 、治理失序 、政治失
能，苦的是美国民众。 美国历史学家查
尔斯·比尔德曾形容美国政治是 “一伙
资本家投机商成功哄骗普通民众接受
一个有利于少数显贵的政体”。 这句话
听起来有些绕口 ， 但仔细一琢磨倒是
非常精辟，可谓一语中的。

“美式民主 ”这个美国政客们曾经
在国际上四处吹嘘欺骗世界的幌子，如
今破洞掉色，已经有些不堪入目。而且，
美国政治的乱象、 美国政治的失序，却
似乎没有停止的势头，不断突破人们的
认知底线，美国制度也正是在这一进程
中不断陷入“死循环”，并越陷越深。

（新华社北京 1 月 5 日电
记者 郑汉根)

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
其短期内不降息

新华社华盛顿 1 月 4 日电（记者
许 缘）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4 日公布
的 2022 年 12 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
示， 美联储官员重申降低通胀的决心，
警告市场不要低估其将在一段时间内
维持高利率的意愿。

美联储 2022 年 12 月 13 日至 14
日召开去年最后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宣
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 50 个
基点到 4.25%至 4.5%之间。 会议纪要显
示，针对外界普遍预计美联储可能结束
加息甚至降息的乐观情绪，美联储官员
担心这将加大美联储为经济降温的难
度，破坏抑制通胀的努力。 而随着近几
个月美国物价涨幅放缓，持类似观点的
比例正在增加。

美联储官员指出，由于货币政策在
金融环境中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当金融

环境出现“毫无根据的宽松”，尤其是这
种宽松是由公众对美联储将如何应对新
数据产生误解所引起时， 美联储恢复价
格稳定的努力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

美联储官员一致认为，随着供应链
瓶颈缓解，去年 10 月和 11 月通胀涨幅
出现回落。 但他们同时强调，需要更多
依据才能确信通胀正 “持续下行”。 因
此，美联储愿意冒着失业率上升和经济
增长放缓的风险， 将通胀率拉回 2%的
长期目标。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一项跟踪数据
显示，会议纪要公布后，市场预计美联
储将在下次会议上加息 25 个基点的可
能性约为 72%。 同时，联邦基金利率将
在今年 6 月达到 5%左右的峰值。

美联储将于 1 月 31 日至 2 月 1 日
召开 2023 年第一次货币政策会议。

装备“锆石”导弹的俄“戈尔什科夫
海军元帅”号护卫舰开始远航

新华社莫斯科 1 月 4 日电（记者
李 奥）俄罗斯总统普京 4 日通过视频
会议宣布，装备“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的
俄海军“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护卫
舰开始远航。

据克里姆林宫网站 4 日发布的消
息，普京在视频会议上说，“戈尔什科夫
海军元帅”号护卫舰装备了独一无二的
“锆石” 高超音速导弹和其他最新型武
器。这一强大武器可保护俄罗斯免受潜
在外部威胁，有助于保障俄国家利益。

普京说，俄罗斯将继续开发武装力
量的战斗潜力， 生产先进的武器装备，
在未来数十年内捍卫国家安全。

普京去年 7 月 31 日在圣彼得堡出
席俄罗斯海军节主阅兵式时说，“锆石”
高超音速导弹将于未来几个月内列装
俄武装力量，“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
护卫舰将率先使用该型导弹进行战斗
值班。 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该导弹可摧
毁所有类型的水面舰艇和地面目标，目
前无法被导弹防御系统拦截。

经两年大跌
德国 2022年汽车销量微升

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 4 日公
布的数据显示，德国汽车销量在因新冠
疫情和供应链瓶颈连续两年大跌后 ，
2022 年略有回升， 主要得益于电动汽
车需求增长。

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说 ， 德国
2022 年共售出 265 万辆汽车， 同比增
加 1.1%，比疫情暴发前的 2019 年减少
约 100 万辆。汽车销量先前经历两年大
幅下跌，2020 年同比下降 19%，2021 年
同比下降 10.1%。

数据显示，2022 年下半年，汽车销
量逐步复苏；刚刚过去的 12 月，销量同
比增幅高达 38.1%。

车市复苏主要由纯电动车销量上

涨驱动。去年售出的新车中，汽油车、柴
油车销量分别下降 11.2%和 9.9%，而纯
电动车销量同比增幅 32.2%， 总数 47
万余辆，占比 17.7%。

据法新社报道，德国汽车生产受到
芯片等关键部件持续短缺影响。 德国
IFO 经济研究所 4 日说，汽车行业的状
况依然“令人担忧”，但“中间产品的供
应问题略有缓解”。

报道说，鉴于欧洲经济处在衰退边
缘，德国汽车产业前景仍笼罩阴云。 安
永会计师事务所分析师彼得·富斯说，
消费者“购买力下滑”将限制今年德国
汽车销量。

（新华社微特稿 陈 丹）

美国消费电子展全面恢复正常
一年一度的美国消费电子展 5 日

将在拉斯维加斯正式开幕。 今年展会
将全面恢复至新冠疫情前盛况， 吸引
全球企业展出潮流电子消费产品。

美国消费电子展官方网站发布的
数据显示， 来自全球 173 个国家和地
区的 3200 多家企业将参展 。 据美联
社报道， 受新冠疫情影响， 2021 年美
国消费电子展首次以网络虚拟形式举
办， 2022 年展会以实体与网络虚拟形
式相结合举行。

在主办方 4 日对媒体开放的展出

中， 参展商争相展出各自新产品和设
计 ， 包括 97 英寸大的电视无线显示
屏幕、 最远服务距离 6.4 公里的送餐
机器人和可自动驾驶婴儿车等。

今年的展会将于 8 日闭幕。
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技术产业盛

会之一， 始于 1967 年的美国消费电子
展一直是科技领域的开年重头戏 ， 被
视 为 国 际 消 费 电 子 领 域 的 “ 风 向
标 ”， 每年展会都会吸引全球众多企
业参展。

（新华社微特稿 袁 原）

供应链阻滞拖累英美车市
去年销量跌至多年新低

英国、美国汽车制造商和经销商最
新数据显示，由于供应链受新冠疫情影
响明显，汽车零部件短缺，去年两国汽
车销售量双双下滑———英国新车销量
降至 30 年来最低水平， 美国汽车销量
也跌至 10 余年来新低。

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 5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英国去年共售出
161 万辆新车，比 2021 年减少 2%，比疫
情暴发前的 2019 年下滑约四分之一，
销量为 1992 年以来最低。

这一行业协会在一份声明中说 ：
“尽管市场需求潜力仍在， 关联疫情因
素的全球零部件短缺问题仍导致去年
新车销量整体下滑。 ”不过，协会预期今
年供应链阻滞状况将有所缓解，新车销
量有望比去年上升 15%。

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数
据显示，去年后 5 个月，新车销量持续
上涨；12 月增长幅度达 18%。 纯电动车
在 12 月销量中占比约三分之一。

协会首席执行官迈克·霍斯说，供
应链开始显现趋向稳定迹象，汽车零部
件短缺状况有望缓解，但汽车市场现状
“仍游离于疫情暴发前的正常表现”，而
“2023 年全年仍可能受到供应不稳定
的影响”。

另据美国多家汽车制造商 4 日公
布的数据， 全美去年汽车销量为 1390
万辆，比 2021 年下降 8%，是 2011 年以

来最低水平。
美联社援引行业分析师的话报道，

由于市场需求仍然强劲，美国今年汽车
销量有望增至 1480 万辆左右， 但仍远
低于疫情暴发前 1700 万辆的整体水
平。

全球汽车制造业两年来受零部件
及芯片短缺困扰， 减少部分车型产量，
把资源集中于盈利空间更大的车型，导
致消费者可选择产品范围和议价空间
受到限制。

美国咨询机构君迪公司提供的数
据显示， 美国市场上不少车型供应紧
张，新车平均售价去年 12 月上涨 2.5%，
突破新高。

日本丰田汽车北美公司副总裁戴
维·克莱斯特说，去年大部分时间，消费
者如果想提新车， 不仅享受不了折扣，
有时甚至需要加价购买，车型、颜色等
选择也少， 取决于经销商手里有什么
货。

另外， 由于通胀和贷款利率高企，
消费者预算有限，更倾向于选择较低价
位车型。

汽车资讯网站 Edmunds.com 高管
杰茜卡·考德威尔说， 部分车型涨价状
况在不同品牌普遍存在。售价上涨叠加
高利率，可能阻碍汽车消费，“大家没那
么多闲钱买车”。

（新华社专特稿 郜 婕）


